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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已经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新兴产业之一，世界主要国家都把发展旅游业
放在重要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后，我国旅游业获得了迅速发展。
旅游业在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日益重要。
国务院于2009年12月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把旅游业培育成为国民经
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
这标志着旅游业的发展已纳入国家战略体系，也预示着中国旅游业将迎来新一轮发展高潮。
在新的时期中国旅游业遇到了空前难得的发展机遇，由此也对与旅游业相关方面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如何在近些年中国旅游大发展的实践基础上，总结经验，提升理论，并融入旅游教育中，以期更好地
为新世纪中国旅游业的发展服务，这是时代对旅游教育的要求。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为了适应中国旅游的发展和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需要，应四川省教育厅组织编写
旅游系列精品教材的要求，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旅游地理学》教材。
本书是在国内外以往出版的旅游地理学同类教材的基础上，吸取许多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结
合多年的教学和科研实践进行编写的。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特别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力求结构体系的完整。
正确处理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旅游发展的共同战略，也是旅游
地理学研究的主题。
因此本书打破传统教材以旅游资源和旅游开发为主的结构体系，以资源一环境一经济一社会为研究主
线，强调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旅游环境的综合管理、旅游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立了一套具有
新意的结构体系，将全书内容分为旅游资源地理、旅游环境地理、旅游经济地理和旅游社会地理。
第二注意反映新近研究成果。
由于旅游地理现实问题的推动和相邻学科的理论引入，近年来，旅游地理学界不断涌现出新的观点和
方法。
为了开阔视野，丰富和充实理论体系，拓展理论深度，本书介绍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
比如，在旅游环境地理篇中，本书从国家“十一五”规划强调的划分主体功能区人手分析旅游的保护
性开发，分析了全球旅游发展新趋势低碳旅游与可持续发展；在旅游经济地理篇，本书从研究旅游业
微观主体空间活动规律角度出发，阐述了旅游经济区、旅游产业集群和区域旅游合作等内容。
第三大胆引入新的研究方向。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之间在地域空间中发生各种经济和社会文化上的行为联系和相互作用
，产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变化，带来了不少社会问题。
因此新世纪以来，旅游地理学的研究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化趋向，更加重视旅游活动对社会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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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基于旅游地域系统的相互作用，以资源—环境—经济—社会为主线，系统阐述旅游地理学的基本
理论、方法和最新成果。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旅游资源地理，包括旅游资源的内涵、形成机理、地域分异规律、旅游资源调查与评价以及
具体的旅游资源开发。
第二部分旅游环境地理，包括旅游和环境的辩证关系、旅游环境容量、环境保护、主体功能区与保护
性开发、低碳旅游与可持续发展。
第三部分旅游经济地理，包括旅游经济活动与旅游产业分析、旅游经济区与旅游产业集聚、区域旅游
合作。
第四部分旅游社会地理，包括旅游与扩大内需、旅游与游客满意度、旅游与社区发展、旅游与城乡统
筹。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理科学、旅游管理、旅游规划、风景园林设计等本科专业教材，也适合于旅
游研究机构、高等职业教育、自学考试的人员作为教材，也可供相关专业研究者、教学者、管理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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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环境管理是协调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也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
要内容。
环境管理是应用各种手段，对损害环境质量的人类活动施加影响，促进人类调整自己的经济活动和社
会行为，实现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
旅游环境管理是环境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旅游区域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的管理。
它是通过调整人们的旅游经济行为，实现旅游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
其基本概念是指运用规划、法律、经济、技术、行政、教育等手段，对一切可能损害旅游环境的行为
和活动施加影响，从而协调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使旅游经济得到长期稳定的增长，以实
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旅游环境管理通过各种手段鼓励、引导甚至强迫人们保护环境，对环境保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8.1.2 旅游环境保护的必要性1.旅游环境保护是旅游环境问题日益加剧的迫切需要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
展和旅游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旅游活动和旅游业对其周围环境的作用和影响也更加明显和强烈，旅
游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已经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旅游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必然会导致旅游资源质量的损害，甚至使得一些旅游资源的消失和不可再生
，最终影响到旅游业的发展；如果旅游业的发展受到阻碍，必然会减弱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能力，从而
造成旅游环境质量的进一步恶化。
要处理好旅游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实现旅游与环境的良性循环，必须尽快解决日益严重的旅游环境问
题，加强旅游环境保护的措施，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旅游环境保护是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内容旅游环境中的自然环境部分，是历经亿万年的自然演变过
程而得以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源。
对旅游自然资源的保护不仅是旅游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而且对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具有积极的意义
。
旅游的自然环境如自然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和一些风景名胜区的环境，多分布在人类难以到达的区
域和宗教圣地。
由于这些景观和环境的保存是和人类极少涉足其中和宗教力量的控制紧密联系在一起，其实际的生态
系统往往是极为脆弱的。
因此随着旅游业的不断介入，这些旅游自然资源已经或正在成为旅游开发的主要对象，若开发不当或
开发后管理不善，违反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很容易造成自然生态系统不可逆转的破坏，人类历史遗
留下来的珍贵自然遗产将被毁于一旦。
3.旅游环境保护是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则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业
中的具体贯彻和应用，是近三十年来人们对旅游发展和环境效益不断进行探索的产物。
对旅游资源及其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业，必须是建立在人们对旅游资源的适度开发、旅游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承
载力不断提高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我们必须把旅游资源保护提到应有的高度上来，避免旅游活动对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
境造成负面影响，也避免旅游开发对当地文化遗产、传统风俗和社会生活方式形成不良的影响，从而
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后代子孙造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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